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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学视域下保定老调的传承策略研究
付文娟　王立峰　赵敬蒙

（保定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保定老调，也唤作老调梆子，在河北地区是历史比较悠久的戏曲剧目之一。保定老调的曲调质朴健朗，高亢清婉，具有较为

强烈的乡土气息以及地域特色。在 2006 年，保定老调就被列入了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更是成功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首先分析了保定老调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然后探讨了老调的历史及其现状，进而分析它的演出以及传播机制，最后则是谈一谈它

的传承与保护，让更多的现代人重新认识到保定老调，重现保定老调以往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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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称，存在着不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保定老调便是其中之一。目前，保定老调的文化历史已经多达

200 年之久。昔日的保定老调灿烂一时，但是如今它的生存和发

展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如何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下，重现

保定老调的生机，保护它并将其传承下去，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需

要着重思考的问题之一。

一、保定老调的外部影响因素

（一）民俗基础淡化明显

张庚老先生作为戏曲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曾经说过，城市

的戏剧离不开商业，而农村的戏剧则是需要敬神。这句话指出了

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拥有广袤的农村土地以及农业人口。戏剧

的生存就需要与农村的庙宇敬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便有了

庙会唱大戏的说法。

保定老调作为农耕社会的产物之一，自然也具有上述的特点。

无论是它的起源还是发展，均与保定地区的民俗习惯存在着极大

的关联性。保定老调最开始的演出大多是与农耕社会的祭祀、庙

会等民俗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承担的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

的一种寄托以及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枢纽作用。伴随着社会从农业

化向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进行过渡和转变，尤其是在当前互

联网形式的影响下，全新的娱乐化手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就导致人们对于一些古老的娱乐方式关注度越来越少。在此背

景下，保定老调的演出空间、观众数量将会明显缩减。另外因为

农村劳动人员的外出务工，导致农村人口数量减少，保定老调的

文化演出机会越来越少。

（二）大众的审美观念变化

中国传统类型的戏剧曲目被赋予了中华民族特征的娱乐性特

征。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水平的迅速提升，电视、电脑、

手机等媒体设备的出现，让娱乐方式趋向于多样化，大众逐渐从

单一化的审美观向着娱乐多样化的方向进行转变。保定老调固守

传统的叙述方式以及表达手段，缺乏对于时代的敏感特征，没有

办法将现代生活出现的景象、思想反映到舞台上，导致与群众的

审美心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久而久之，保定老调已经很难给

予观众全方位的享受和刺激，导致保定老调的受众群体明显缩小。

（三）剧团发展后劲不足

戏剧作为传统文化形式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年轻人对于其关

注以及喜欢程度不高，其发展势头不足，因此保定老调的待遇水

平下降。具体体现在即文化服务设施欠缺以及从业人员待遇有待

优化两个方面。

伴随着社会全方面改革的开始，办公楼、学校、居住楼等大

部分建筑物进行了重建，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建设的水平上都得

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用于戏剧演出的剧院反而势头相反。目前，

保定知名的剧院——关汉卿大剧院虽然已经列入到了规划之中，

但是剧院数量以及平民观看的剧场仍然比较少，很难满足大众化

人民的需求。在演员待遇上，其费用需要剧团自己筹备，这无疑

增加了剧团发展的难度。总之因为硬件、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

影响，保定老调面临着一系列的生存危机。

（四）宣传推广乏力

保定老调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色彩，成为保定地区具有独特

艺术风格的戏剧种类。进入 21 世纪以后，保定政府、文化局等单

位对老调艺术进行了专项拨款以及成立相关艺术学院培养老调人

才的方式来加强对老调戏曲的保护。但是因为这些举措能够产生

的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并不深刻。加之戏剧

本身的限制以及文化部门的宣传乏力等问题，导致保定老调存在

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在搜索保定特色的内容时上，很少会出现

和保定老调相关的内容，甚至一些网站连保定老调的详细介绍都

没有，仅仅提及一个名字。当保定老调开展演出的时候，仅仅是

在报纸上或者特定的电视栏目进行跟进。这些都体现出保定老调

的宣传尚且存在着一定的乏力。

二、保定老调的历史渊源

（一）老调形成发展阶段

保定老调之所以能够形成，具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在老调诞

生的初期，十分流行，热度居高不下。随后因为七七事变的发生，

民族动荡存亡的紧要关头，老调班子只能够面临着解散。后来随

着新中国的成立，老调在此迎来发展的新高潮。当时保定高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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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附近存在着很多的民间老调剧团组织。百姓对于老调喜爱有加，

因此在各个地区的演出场次颇多。其中高家庄老调剧团最为出名，

这个剧团的综合水平较高，而且还培养出了第一批女演员。在

1953 年，高阳县政府对该剧团大力支持以及各方面的帮助，高家

庄剧团也变更为高阳县老调剧团。

到了 1959 年，保定老调的名声彻底打开。随着老调剧团的声

誉不断增加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高家庄老调剧团从高阳市

迁址保定市，此时保定市老调剧团形成。到了六十年代，保定老

调则是迎来了再一次发展，在北京的演出都是座无虚席，甚至还

将老调与戏剧进行了结合，搬上了荧幕。到了七十年代，因为社

会状态的原因，老调唱作人只能够改唱京剧，与其他地方戏剧类

似，全部面临着跌入低谷的局面。在后续几十年的发展下，保定

老调起起伏伏，虽然有部分的戏迷仍然比较支持，但是数量有限，

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局面。

（二）老调的代表剧目

保定老调在几百年的发展中，都是以地方戏的形式出现在舞

台上，特殊的唱腔与地方方言相结合。早期的老调剧目创作相对

来讲比较简单，大多是各个地区的俗曲，辅以木板大鼓，河西大

鼓，流转与民间庙会等娱乐场所。之后，保定老调结合了河北梆

子、京剧等特色，逐渐融入了宫廷戏、战场以及官场上一些久负

盛名的故事内容，例如《杨家将》《响马传》等。到了保定老调

发展的中期，更多全新的元素融入了进来，并且对保定老调的唱

腔以及演唱的乐器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保定老调可以驾驭的音域

更加宽广，这个时期出现了《潘杨讼》《忠烈千秋》《梁红玉》

等经典曲目。到了后期，虽然保定老调仍然选取古代的经典故事，

但也是会以现代社会为背景，来体现劳动人民的辛苦劳作以及无

私奉献，比较《金沙滩》《母女俩》《谢臣》等曲目，无论是在

内容还是在曲式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

（三）老调的表演技术以及特色

对于戏曲的研究，可以从艺术赏析以及唱腔技术的层面进行

分析，艺术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内容，但是相互依存。技术是艺

术的基础，艺术是技术的体现。在戏曲中，其语言特色与音乐特

色便是从技术层面进行分析的。对于保定老调来讲，表演技术主

要是从唱、念、做、打四个方面来体现的。其中唱功放在首要的

位置，只有唱功扎实，那么才可以在舞台上将表演的角色深入人心。

多年以来，人们对于保定老调唱腔的评价就是浑厚、高昂，

具有典型的北方民族特征。从保定老调的语言特点来看，因为起

源于高阳，因此，高阳方言总体可以划分为两种。即城里面的话

以及城西边的话。城西是指高阳西边紧邻着保定市区，因此城西

边的语言大多贴近于保定市。城里面的话则是指保定老调中的方

言。高阳方言是保定老调语言的一大特征，语言简洁且通俗易懂。

不过因为具有方言的特征，每个字词上面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含

义。其中老爷儿是指太阳，老母亮儿是指月亮，傍黒儿意味着傍晚，

黑介儿则是代表着深夜。

保定老调在演唱中对于咬字是比较讲究的，尤其是对于一些

拼音较长的字来讲，其发音不仅仅是将其简单的读出来，例如，

在唱“王”字的时候，并不直接去说“王”，而是通过将音拉长

的方式来唱，即唔……安……昂。其中第一个音需要拉长一点，

这个在保定老调之中被称为粘，然后通过慢速度放出自己的声音，

最后一个字的声音是比较短。同时，保定老调对于字头的要求也

是比较严格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中青年女子嘴里说“爹”的过

程中，舌头的舌尖需要仅仅接触门牙，然后当声音发出来的时候

再离开牙齿。这样咬出来的字会更加清晰、干脆。除此之外，保

定老调对于润腔也划分为很多种，包括水疙瘩、滑音、倚音、小

落音、喉头音、直音等内容。

三、保定老调的美学特征

（一）老调的形式美

保定老调除了最为经典的演唱以外，在服装、道具、化妆以

及音乐等方面进行了浓缩和美化，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保定区域

特点的戏曲。

1. 演唱美

保定老调作为保定地区独有的区域戏曲，在当地受欢迎的程

度是比较高的，当地居民甚至周边居民总是能够哼唱上几曲。之

所以他们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保定老调起源于当地的俗曲，传承

了千百年之久，这是当地人对于乡音的一种特殊情感，另外一个

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在保定老调之中的传统剧目大多是采用高腔唱

戏以及一系列的打击乐器进行伴奏，看上去颇有气势。但是唱腔

曲调平直，人们听过几遍便可以随口哼出几曲。虽然在后续的发

展过程中，扩张了其他的音域，让旋律更加跌宕起伏，但是却没

有改变老调本身所具有的场次清晰、情感细腻的特点。加之老调

具有不断学习、不断进取的精神，积极学习其他戏剧的唱法，让

老调本身更加具有韵味。

2. 乐器美

不同乐器所演奏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将这些不同音色的内容

按照一定的顺序或者标准杂糅在一起，可以产生不一样的伴奏音

乐。也正是这种伴奏音乐的特殊性，让老调本身独具一格。例如，

在《金殿定罪》的经典桥段之中，开场是采用采用锣、铙、钹、

鼓等乐器来演奏，首先是快速打击单皮鼓，然后锣、铙、钹交替

演奏，这三种乐器虽然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是听起来却是层次分明。

正是多种敲击乐器的同时推进，让整体的音乐出现一种紧迫的感

觉，在开场阶段，就可以将观众的情绪以及关注度推上一个顶峰。

在演唱的过程中，演奏的主要乐器为板胡、扬琴。其中扬琴因为

音色的特殊性，在演奏的时候具有较为明显的刚柔并济特点，即

使在多样化的背景音乐之中也依然清晰可见。加之板胡的衬托，

让唱腔更为丰满，台下的观众很容易能够感受到剧中人物的一系

列心理变化以及情感变化。

3. 唱词美

大多数戏剧化的唱词主要分为两种，分别是唱词和念白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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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老调的唱词简单，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记忆。例如，在

《杨门女将》这一段中，穆桂英分别唱到：“问小将，年几春”“问

你可曾完过婚。”杨宗保则是分别回答道：“十六岁，长成人”“长

的丑陋无人问。”这句对白不用说唱，读起来也算是朗朗上口，

再配上适当的节奏，可以将二人之间的爱慕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后续的发展中，保定老调经过一定的调整以及改革，如今更加

贴向于白话文。例如，在现代戏《母女俩》中的一段经典桥段唱

到：“麦种若是换不去，怎对起大闺女大女婿，我怎样到她家去，

还有何脸串亲戚。”这句歌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固定句式，言语

显得更加灵活，将母亲内心的着急、无奈之情体现出来，这也是

保定老调语言美的一大特点。

（二）老调的内容美

保定老调的内容美是由于保定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文化

决定的。在保定地区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历史人物，如蔺相如、

刘备、张飞等人的故乡，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等一系列的革命

遗迹，而这些内容是保定老调唱作的重要素材。例如，在《潘杨

讼》中，寇准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知县，但是不畏强权，最终让

罪人浮法，体现出了寇准的正义以及机智。在《忠烈千秋》之中，

无论是佘太君、王延龄、还是寇准和包拯，他们都有一股正义之

气，宁愿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社会的正义。在现代剧中，《谢臣》

的主人公经常为百姓做好事，最后在一场洪水灾害中，为了救人，

自己年仅23岁牺牲。这种英雄主义值得所有人称道和学习。在《母

女俩》中，女儿举报了母亲的不良行为，赞扬了女儿大公无私、

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老调的舞台视觉美

最早的戏曲演出，舞台上可能就只是单纯地摆放一张桌子、

几把椅子，整场戏剧就简单的依靠这些工具进行演出。通过对当

时保定老调的演出情况进行调查，当时并没有专门的舞台背景，

舞台后方就是依靠着庙会墙壁搭建起来的棚子，至于剧情中呈现

出来的场景只能够通过表演者以及观众自己利用脑海去想。后来，

伴随着社会技术的快速发展，戏曲舞台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再是

简简单单的背景，而是依靠着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来布置相应的场

景，进而营造出出众的舞台背景。甚至在戏剧演唱现场的桌子上

还会添加上一些官印或者玉玺的模型道具，在现代场景中添加了

茶杯、火灶等，从而更加贴合人们的生活特征。尤其是对于舞台

灯光的使用，可以有效地让观众在夜间领略到舞台表演，烘托表

演的气氛。

四、保定老调文化生态的传承及发展策略

（一）保定老调在传承工作中的不足

1. 保定老调的新生力量不足。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关

注程度并不高，在演出中仍然以上一辈的老演员为主。

2. 演出以及日常经费不足。无论是日常的运营还是演出，都

需要一定的经费，对于一些人数较少的剧团来讲，演出规模和影

响力比较小、演出不稳定。甚至一些演员们还要准备自己的戏剧，

如果戏剧没有准备充足，那么演出就会被取消。另外一些演员们

已经将戏剧演出变成了业余爱好，很少愿意花费大价钱来购买演

出服装。

3. 保定老调的创新不足。目前，保定老调演出曲目仍然以经

典曲目为主，其他的曲目已经很少去演出了，虽然保定老调会研

究新曲目，但是效率过低，且演出的反响参差不齐。

4. 目前，传统文化进校园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但是对于

学生来讲，很少甚至没有接触过戏曲，对于戏曲的兴趣程度也不高，

因此这种方式对于保定老调来讲存在着一定的阻碍。

（二）保护与传承手段

1. 针对当前保定老调新生力量不足的问题，剧团可以模仿其

他的行业，定期到各个地方巡演，并组织培训班，广泛邀请社会

上的保定老调爱好人员，进行专业化的指导与培训。同时，政府

还应该邀请保定老调的专业人员进行指导，让喜欢的人可以了解、

并去传承保定老调。

2. 保定老调除了获得政府的扶持外，还应该广泛征得社会上

的支持，让更多的企业投入到保定老雕文化的传承中来。另外广

泛邀请摄影或者策划人员进行保定老调的纪录片拍摄，加大宣传

的力度，进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3.对于保定老调剧目创新的问题，创作人员应该深入到乡下，

去感受田间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人情世故，从而获得更多的

领悟，让这些贴合人们生活实际的故事成为老调重要素材，以此

来符合观众的审美需求。

4. 针对保定老调入校园的问题，在中小学的可行性比较低，

剧团以及学校可以尝试将目光放在高校中，将其设置成为艺术类

的选修课程，甚至在学校内部开展保定老调的社团，增加学生们

接触老调的机会。针对中小学，可以将老调融入到教材之中，从

文字上来强化学生们对于地方戏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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